
对于需求也没有做出太大的调整 ,但今年上半年

以来由于天气 、暴乱等因素导致全球第一大产胶

泰国出现减产 ,因此在分析 2005 年供需时 ,有必

要考虑到减产部分以及需求提升部分所形成的供

需缺口 ,按照泰国减产 20万 t 计算 ,同时需求提

升 5%,今年整体供应将会在 830万 t左右 ,而需

求则达到 870万 t ,本年度的供需缺口大约在 40

万 t左右。

综上分析 ,短期供应的增加带来胶价的回落

调整 ,其中国际市场价格下跌幅度大于国产胶价

格 ,随着国际胶价回到相对用胶企业能够接受的

位置附近 ,需求采购将给国际市场胶价带来支撑 ,

但国产胶价格由于存在较大升水 ,后期面临与国

际市场价格比价重新修正的过程 ,国内贸易商的

中间需求将抑制国产胶的下跌空间 ,预计每吨

300 ～ 500元合理范围内的升水结构可能会维持

一段时间 。按照目前进口复合胶的定价 14800元

左右计 ,国产胶的合理定价为每吨 15000 ～ 15500

元之间 ,相对应的沪胶期货价格的定位也应该在

每吨 15000 ～ 15500元之间。回落企稳之后 ,将给

投资者再度提供绝佳的买入机会 ,战略性做多也

将随之来临。

中国橡胶市场需求分析及展望

陈克新
(中国物流信息中心 ,北京　100043)

1 新世纪以来中国橡胶市场需求分析

1.1 近年来中国橡胶市场需求快速增长

进入新的世纪以来 ,中国橡胶市场消费量一

直保持快速增长态势 。根据中国官方统计数据测

算 ,到 2004年 ,中国各类橡胶的消费量在 430万 t

左右 ,比 2000年增长 60%。其中天然橡胶约为

180万 t ,合成橡胶约为 250 万 t ,分别比 2001年

增长 50%和 67%。

进入 2005年以后 ,中国橡胶消费旺盛 ,增长

格局不变 ,预计全年各类橡胶消费量不会少于

460万 t ,比上年同期增长 8%以上 。其中天然橡

胶消费量达到或超过 210万 t ,合成橡胶消费量达

到或超过 250万 t ,分别比上年增长 17%和大体

持平 。2005年 ,中国合成橡胶消费增幅明显回

落 ,主要原因是两大类橡胶价格倒挂 ,合成橡胶价

格高出天然橡胶价格许多 。

从前些年起 ,中国就已经成为全球消费橡胶

(含出口消费 ,下同)最多的国家 ,估计在今后一段

时期内 ,中国头号橡胶消费国的地位都不会发生

动摇 。

1.2 中国橡胶消费快速增长的因素分析

分析中国橡胶消费持续旺盛的因素 ,主要有

以下几个方面:

1.经济总量迅速扩张。从 2001 年到 2004

年 ,中国国内生产总值(GDP)的年增长速度均保

持在 7%以上;其他一些主要经济指标 ,工业产值

年增长幅度在 10%以上 ,固定资产投资年增长幅

度在 20%以上 。由于中国现阶段正处于重工业

化阶段 ,传统工业化进程尚未结束。随着经济总

量的迅速扩张 ,各类橡胶的消费自然要大量增加。

2.汽车生产增势强劲。2001年以来 ,随着人

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,中产阶级的扩大 ,汽车消费开

始大量进入家庭 ,从而推动了与橡胶消费密切相

关的汽车产量的强劲增长。据国家统计局统计 ,

2004年 ,中国汽车产量为 520 万辆 ,比上年增长

14%,比 2001年增长 %。2005年上半年 ,中国汽

车产量 304万辆 ,比去年同期增长 6.5%,继续呈

现增长局面 。如果按照现有月平均产量推算 ,

2005年中国汽车产量将突破 600万辆 。2005年 ,

中国汽车保有量将超过 3000万辆 。

3.公路运输量急剧增加。经济总量的扩张 ,

城市化步伐的加快 ,国内外贸易的繁荣 ,对中国的

公路运输提出了更高的数量要求;同时 ,十几年来

持续不断的公路建设 ,尤其是高速公路建设 ,为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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幅度提高公路运输提供了基础条件 。据统计 ,

2004年 ,中国公路行驶里程达到 185.6万 km ,其

中高速公路里程 35000km , 比 2001 年增长了

80%。2004年 ,中国公路货物周转量为 5445 亿

吨公里 ,比 2001年增长了 33.4%;公路客运周转

量为 8751亿人公里 ,比 2001 年增长 21.5%。公

路运输量的大幅增长 ,直接刺激了主要橡胶制品

轮胎的消费。

4.橡胶制品出口高水平增长。近些年来 ,全

球重要的橡胶制品企业 ,如固特异 、普利斯通 、米

其林等轮胎企业相继进入中国大陆 ,大量生产出

口产品。与此同时 ,随着世界经济的增长和产业

格局的变化 ,对中国橡胶制品的需求量也越来越

大 ,从而构筑了中国橡胶制品出口持续高水平增

长的坚实基础 。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 , 2004 年 ,

中国出口各类轮胎外胎 19969万条 ,比上年增长

26.3%,比 2001年增长 80%。2005年上半年 ,出

口各类轮胎外胎 10985 万条 ,比去年同期增长

20%。

正是上述几个方面的因素 ,促进了中国轮胎

等橡胶制品产量的强劲增长 ,使得橡胶消费量不

断跃上新台阶。据统计 , 2004年中国最主要的橡

胶制品 ,轮胎产量(含各种外胎 , 下同)23926 万

条 ,比上年增长 18.7%,比 2001年增长 79%。今

年上半年 ,中国生产轮胎 14486万条 ,比去年同期

增长 28.7%,增长势头更为强劲 。

1.3 中国橡胶消费的满足渠道

中国的橡胶消费需求 ,主要通过两个方面加

以满足。

一是国内生产 。目前中国年产各类橡胶在

200万 t以上 ,其中天然橡胶年产量 55 ～ 60万 t ,

合成橡胶年产量 150万 t左右。国内橡胶产量大

体能够满足国内需求量的一半 。天然橡胶的主产

区在海南和云南 ,其中海南干胶年产量 33万 t左

右 ,占中国干胶年产量的一半以上 。广东 、广西和

福建也有少量生产。

二是境外进口 。中国橡胶的国内产量 ,无论

是天然橡胶还是合成橡胶 ,都不能满足消费需求 ,

50%以上的需求依赖进口。2004年 ,中国各类橡

胶的进口量为 238 万 t。其中进口天然橡胶 128

万 t ,进口合成橡胶 110万 t 。今年上半年 ,中国

进口各橡胶 116万 t ,比去年同期增长 0.4%。其

中进口天然橡胶 64万 t ,增长 6.6%;进口合成橡

胶 52万 t ,下降 6.4%。

中国天然橡胶的主要进口国分别为泰国、马

来西亚 、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。2004 年上述

国家进口量分别为 64 万 t 、31万 t 、20.8万 t ,占

同期进口总量的 50%、24%和 16%。

合成橡胶的进口主要来自韩国 、日本和俄罗

斯等国家和地区 ,其中从韩国 、日本 、俄罗斯分别

进口 18 万 t 、15万 t 和 13万 t ,分别占全部合成

橡胶进口量的 16.7%、14.1%和 12.4%。

山东 、广东是中国主要的橡胶制品生产地区 ,

也是中国橡胶的主要进口省份 ,两省天然橡胶进

口量约占中国天然橡胶年进口量的一半 。合成橡

胶的五大主要进口省市是广东 、江苏 、山东 、上海 、

福建 ,五大省市进口总量占全国合成橡胶进口量

的 78%。其中广东居全国首位 , 2004 年进口 40

万 t ,占全国进口总量的 36%。

2 中国橡胶消费前景展望

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 ,预计今后较长的一段

时期内 ,中国的橡胶消费将继续旺盛增长 ,仍保

持全球橡胶主要橡胶消费国和进口国的地位 。

初步测算 ,即使按照年均增长 5%的幅度 ,到 2010

年 ,中国橡胶消费量将达到或突破 550 万 t ,比

2005年增长 28%。两大类橡胶消费结构中 ,天然

橡胶消费量大约 230万 t ,合成橡胶消费量大约

320万 t 。

在橡胶总需求量不变的情况下 ,两大类橡胶

的使用构成会发生变化 ,从而影响到天然橡胶与

合成橡胶的年消费量。按照历史经验 ,在正常价

格水平(每吨天然橡胶价格高出合成橡胶价格

2000元)情况下 ,中国天然橡胶与合成橡胶的消

费比例大体是 6:4。即 100t 的橡胶消费总量中 ,

天然橡胶的消费量大约是 40t ,合成橡胶的消费

量大约是 60t。2004年中国橡胶行情发生了重大

变化 ,合成橡胶价格反而高出天然橡胶 1000元人

民币 ,从而刺激了天然橡胶消费比重的提高 ,两者

间的消费比例大约为 6:4 。即 100t的橡胶消费总

量中 ,天然橡胶的消费量提高到60万 t ,合成橡胶

的消费比重相应降低。这就是为什么 2005年上

半年中国上海期货交易所 20 多万 t的天然橡胶

库存在短短几个月内被迅速消化的重要原因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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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。根据这一经验 ,如果今后世界原油价格居高

不下 ,长期保持在每桶 60 美元的价位之上 ,甚至

进一步上涨 ,合成橡胶价格也将保持目前高位运

行 ,继续高于天然橡胶价格。这样 ,就会刺激天然

橡胶使用量的增多 ,因此我们对于天然橡胶消费

量的上述预测值也要相应向上调整 ,其主要依据

如下:

1.中国经济增长的上升周期还没有结束 。到

2004年 ,中国经济已经持续了十几年的快速增

长 ,到目前为止 ,似乎还没有停顿的迹象 。今年上

半年 ,经济(GDP)增长速度为 9.5%。多数观点

认为 ,到 2010年 ,甚至更远些的年份 ,中国经济都

可以实现 7%左右的增长水平 。中国的工业化 ,

还处于传统工业化时期 ,重化工业特征明显 。这

就决定了各类橡胶的需求量还没有达到峰顶 ,将

随着国民经济总量的增加而增多。

2.中国人民总体生活水平的提高。随着经济

的增长 ,中国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都有很大提高。

到 2004年 ,中国人均 GDP 已经达到 1100美元。

尤其是近些年来 ,汽车大量进入居民家庭 ,汽车不

再仅仅是生产资料 ,并且成为重要的生活资料。

据有关部门预测 ,到 2010年 ,中国汽车的年需求

量将接近或达到 1000万辆 ,年均增幅为 10.9%,

从而为中国汽车的持续增产提供强大动力。预计

在今后 5年内 ,中国汽车产量将超过 800万辆 ,甚

至更多。同时 ,全国汽车保有量和公路运输里程

也会有很大幅度的增加。这样 ,同等的中国经济

总量中 ,轮胎等橡胶制品的需求份额会比以前更

多一些。据有关部门预测 ,到 2010年 ,中国各类

轮胎年需求量将达到 3 亿条 , 比 2005 年增长

30%,这就使得中国橡胶消费具有了坚实的增长

基础 。

因为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增加的橡胶

消费增长 ,不仅会引起中国国内的橡胶消费增长 ,

而且也会引起世界橡胶消费总量的增长 ,这是一

种绝对性的增长 。

3.橡胶制品出口有增无减。今后数年内 ,爆

发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很小 ,因而世界经济

的增长也不会逆转 。同时 ,全球重要橡胶制品企

业产能(包括中国台湾地区)向中国大陆的转移还

在继续。在这个大的格局之下 ,国际市场对于中

国物美价廉的橡胶制品的需求不会减少 。预计到

2010年 ,中国轮胎 、胶管 、胶带等橡胶制品的出口

年均增幅不会低于 5%。这种橡胶消费实际上是

中国大陆之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消费 ,不过转

移到中国大陆进行生产而已。这种消费 ,虽然会

引起中国大陆橡胶消费量的增长 ,但全球的橡胶

消费总量不变 ,只是其他地区的生产消费减少而

已 ,因而是一种转移性消费 ,是转移性的增长 。正

是上述两方面的增长 ,使得中国橡胶消费的前景

看好 。

中国橡胶消费的相当部分还要依靠进口 。预

计今后 5年内 ,中国天然橡胶的年产量在 60 ～ 65

万 t之间 ,增长潜力不大 ,年进口量达到或超过

150万 t 。合成橡胶的国内产量会逐步增加。预

计到 2010年 ,年产量将达到或超过 200 万 t ,比

2004年增长 30%左右。此时 ,将有百万吨的产需

缺口 ,必须通过进口加以满足 。

展望今后 5 ～ 10年内的橡胶进口市场 ,中国

境外天然橡胶的主要来源地仍然在东南亚地区 ,

泰国仍将是向中国出口最多的国家 。其次分别为

马来西亚 、印度尼西亚等国。值得注意的是 ,与中

国接壤的一些国家 ,越南 、老挝等 ,因为中国企业

在上述地区投资橡胶园 ,并由于其天然橡胶种植

面积的扩大和产量的增多 ,以及边贸方面的优势 ,

今后向中国出口的天然橡胶量也会逐步增多 ,并

将在对华橡胶出口排名中前移 。据越南橡胶总公

司提供的资料 , 1995 ～ 2002 年 ,每年从越南销往

中国的天然橡胶量为 16万 t 左右 ,到 2003年达

到 18万 t ,2004年增加到 30万 t。今年前 5 个月

达到了 10万 t(这个数字比中国海关统计的数字

要大一些)。

韩国 、日本 、俄罗斯等国家作为中国合成橡胶

的主要来源地区 ,这一格局在今后数年内也不会

发生大的变化 。

今后 5 ～ 10年内 ,中国橡胶的主要消费地区

仍然主要集中在沿海一带 。其中山东 、广东 、江

苏 、福建 、浙江等省市还是中国橡胶的主要消费地

区。

综上所述 ,今后较长的一段时期内 ,中国橡胶

消费的前景看好。因此 ,全球橡胶生产国 ,尤其是

东南亚天然橡胶主产区 ,面对的将是一个具有坚

实基础的 、庞大的 、持续增长的橡胶消费市场 。我

们有理由对共同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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